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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事综述 1

“2021 年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由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从教学方案设计、

课堂教学方案阐述、说课课件、说课视频等维度分阶段

开展。比赛旨在考察参赛者如何挖掘教学素材中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并以“显性”“隐性”相结合的方式将思

政元素融合于课程教学当中，以实现语言教学、能力培

养和立德树人等多重目标。在探索课程思政如何实施的

过程中，笔者团队参加了此次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

学比赛，拟为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一定经验与参考。

二、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

1. 育人目标清晰，家国情怀层层递进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指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

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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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可见，价值塑

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是课程思政设计的三个核心要

素。大学外语课程有充分的思政土壤，在语言知识的传

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可以能动地融入价值观的

引领与塑造。

以大赛的初赛复赛两个阶段为例，笔者团队选取

了《新时代明德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第 1 单元为例（后

简称：明德 1），《明德 1》教材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层面，即“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而第一单元主要从“Undertaking Your Mission（践

行使命）”的角度去体现“爱国”情怀。外语思政需深

挖思政育人元素，但外语思政不能脱离传授外语知识的

本质，不能只强调思政而忽视外语知识的学习，应“以

语言文化学习为基本内容”。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大学

外语课程大纲，该单元围绕 KAI 三个维度进行设计，即：

Knowledge goals（知识目标），Ability goals（能力目标），

Ideological goals（思政目标）。由此外语课程中思政元素

的有机融入需要首先明确该单元的知识育人目标与课程

能力培养目标，再结合教学内容发散出思政教育内容，

以达到学科育人目标和国家育人目标。

2. 教学内容鲜明，中外人文主题并置

《纲要》（2020）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

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

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

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

容供给。笔者团队选取的参赛教学内容以“Undertaking 

Your Mission（践行使命）”为主题，授课内容以 Reading 

A 为主体，讲述加拿大科学家 Slotin 的英勇事迹，从而进

一步阐述“whole person”的内涵意义；同时 Reading B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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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中国科学家邓稼先对国家的无私贡献，彰显了中西

方的普遍英雄特质。通过中西方教学材料的分析与练习

活动的设置，充分利用选定教材实现外语核心知识技能

的输入输出，再搭配教师自选材料的对比分析，有效挖掘

文化与价值育人元素，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本单元课程思政内容的维度囊括课前任务阶段、课

堂实施阶段、课后巩固阶段，分别从个人学习层面和社

会能力层面两个板块进行细化（如图）。在个人学习层

面，设计线上线下学习平台以提供多元学习工具，在不

同教学模式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及

批判性思考能力。社会能力层面，组织学生团队研习不

同教学阶段的学习材料，搜集整理“践行使命”主题相

关的材料，训练学生团队合作学习能力，同时培养学生

拥有社会使命感和爱国情操。

3. 教法显隐结合，重视学生输入输出

《纲要》（2020）明确要求，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应

当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

格局。显隐结合的教育则要求教法设计上应当避免简单

的“机械性”，避免价值育人理念的设计和外语核心技能

训练的设计相分离，而应加强二者的融合性，进行整体

的解读。

凸显教材思政内容方面，其一，以教材单元的语录

入手点题，通过比较和翻译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到不同

表述所涉及的统一核心观点。其二，研读教材并对该单

元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行诠释：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相契

合。其三，细化主题即：明确个人目标与服务社会的目

标；培养个人与社会责任感，以契合时代需求；学有所

成，为国效命。

展现外语核心技能设计方面，其训练的素材皆需

要围绕“践行使命”展开。其一，阅读部分理解对比

Louis Slotin 和邓稼先的生平经历，学习“umbrella”结构

的阅读技巧；其二，听说部分由阅读技巧拓展而来，以

“serving the country”为主题，运用钱学森的视频材料练

习主题信息与细节元素的区分；其三，同样在阅读技巧

的基础上，写作部分就“A Role Model Great Morality”这

一话题撰写出“总 - 分”模式的人物故事经历；其四，

翻译练习围绕“华罗庚的归国历程”进行，其中涉及排

比句型的知识技能运用。此外，教学设计中量化了课前

任务自主学习和课后巩固拓展环节，积极导入并延伸了

课堂主题元素。

三、外语课程思政设计中的教学反思

在教学设计的反思中，人才培养效果是课程思政建

设评价的首要标准，课程的开展应教评结合。其评价反

思的维度应当从教师教法设计方面、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方面、学生学情目标达成度方面进行一定的量化反思与

全面的综合反思。

1. 量化反思：教师教法模式的反思

作为外语教学研究的主体，教师有从业者和研究者

的双重身份。教学与研究溶合于一体，教师的研究以改

进教学行为为出发点，建立多维度的课程建设考核评价

机制。方式有二，教师可记录教学日志，细化整理教学

方式方法的使用情况，并观察记录学生的相关行为；教

师可相互观课磨课，通过教学情景的交流，客观分析教

法教态等信息。

2. 细化反馈：学生学习过程“自评 - 互评 - 师评”

建立学生学习过程评价机制，自评、互评、师评三

环相扣，学生自评环节需记录自己课堂活动的信息与课

外相关学习状态，以客观评价自身价值观和态度情感。

其维度涉及自学能力评估、迁移能力评估、外语核心技

能学习程度评估、小组学习反思与批判思维反思等。互

评环节需学生小组全面参与，客观地对小组成员进行组

内学习能力的评价与任务参与度的评价。师评环节建立

在教师观察记录学生反馈行为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学生

自评与互评，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3. 综合考核：学生学情与目标（KAI）达成度

根据教学目标的设定，目标达成度需要囊括知识掌

握目标、能力迁移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其知识目标的

达成度与能力迁移目标的达成度需和学生学习过程“自

评 - 互评 - 师评”环节相衔接；思政育人目标的达成度

则需观察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否设立明确的人生目标，

树立的目标是否能有效践行，以达到学科育人目标和国

家育人目标。

四、结语

普通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在于育人目标

的明确、教学内容的挖掘与设定、教学思路的研习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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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教学评价反思等方面的开展。同时教学实施过程需

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三位一体。其中

外语核心技能的培养是外语课程的本质，也是教学设计

的基础载体；同时，课程思政育人过程应融合于课前任

务、课堂开展、课后延伸等环节，避免外语知识习得与

思政育人相剥离，也需避免为了课程思政而淡化外语语

言核心技能的培养。故普通本科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实

施途径不仅需要开发教材内容资源，还需遵循课程自身

的特点，挖掘课程知识显性和隐性的精神品格和核心价

值观，显隐结合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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